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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鞏固與深化—民進黨十年 

政綱「民主」篇的解讀 
 

●許志雄／國立嘉義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台灣四百年歷史，歷經荷蘭、西班牙、鄭氏王國、大清帝國及日本的殖民、威權統

治，始終與民主無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台灣，在軍事

接管、訓政、國家總動員法制、戒嚴及動員戡亂體制的宰制下，台灣人民當然亦無法體

驗民主的生活方式。直到二十世紀末葉，第三波民主化與立憲主義復權的風潮席捲全

球，我國總算出現民主的轉機。 

  從近代以降，民主的發展大致包括議會民主、非媒介民主與半直接民主三個進程。

我國於1991、1992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走向議會民主；1996年總統直選，人民有

直接選擇行政首長與國家政策的機會，而朝非媒介民主趨近；2004年首度舉行全國性公

民投票，更跨出半直接民主的第一步。短短十幾年間，先後推動三個民主化進程，破除

各種阻礙，成果得來不易。 

  由於反動勢力頑強，台灣民主化過程不時遭到扭曲，而且一不留意，就有逆轉倒退

的可能。只要想到以下事實，當可了解問題的嚴重性：一個長期實施威權統治的政黨，

竟能間隔八年就輕易重掌政權；一個經常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曾經以「民粹」惡意抨

擊總統直選及公民投票，強烈暴露反民主心態與行徑的政治人物，竟能以壓倒性的勝利

當選總統。不可否認的，我國民主根基尚淺，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又有倒退的跡

象；因此，如何鞏固民主、深化民主，遂成為當前最嚴肅的課題。 

  此際，民進黨公布十年政綱，展現重新執政的抱負與決心。該政綱包含「民主」

篇，針對民主有關的各項議題，提出明確的主張；其涵蓋面廣泛，且對症下藥，相當值

得重視。以下，先大略說明該「民主」篇的內容，然後嘗試解析其特色，並評估政策主

張落實的途徑與條件。 

壹、內容大要 

  基於政綱的性質，「民主」篇要言不煩，全文約僅二千字，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揭示

三個核心理念及七大政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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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個核心理念 

1. 多元民主：包容、尊重各種不同的思想、價值及表現，保障少數及弱勢的聲音與

權益。 

2. 永續民主：政府決策不僅要對當代人民負責，更要對後世子孫有所交代，以貫徹

世代正義，鞏固人權保障。 

3. 民主治理：施政應遵循民意，並建構完善的民主制度，推展公民社會，培養法治

觀念。 

 二、七大政策主張 

1. 健全民主憲政：落實人民主權原理，確保台灣主權的完整性與獨立性。推動憲政

改革，落實保障人權的核心價值。依據權力分立的憲政精神，建立權責相符的中

央政府體制，健全行政、立法及司法的制衡關係。降低不合理的修憲門檻。 

2. 強化民主參與：強化人民參與決策程序，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確保人民知的

權利。提升行政效能，落實政策執行及公共課責。保障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廢

除集遊法許可制等有違憲之嫌的規定。尊重住民自治，體現地方自治的民主精

神。推動十八歲參政權，擴大人民政治參與。 

3. 修正公投制度：降低公投的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使公投制度合理可行。廢除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制定行政部門將重大社會爭議政策交付公投的相關規範。 

4. 改革國會選制：調整立委選區及行政區劃，解決票票不等值現象。改革立委選

制，參採德國聯立式比例代表制精神，促使政黨的國會席次能反映真實民意。 

5. 規範政黨政治：制定政黨法，要求政黨財務公開，維護政黨公平競爭。禁止政黨

直接或間接經營、投資營利事業。制定政權輪替交接相關法律制度。修正政治獻

金法，使政黨對候選人的經費補助透明化。 

6. 健全媒體生態：確保媒體的民主性、多樣性與自主性，防止產權集中化。維護公

共電視的獨立自主，防止政黨的介入操縱。要求 NCC 維持政治中立，禁止不當

的媒體置入行為。 

7. 推動轉型正義：設立轉型正義委員會，還原歷史真相，釐清歷史責任。於各級教

育中重現歷史真相，培育歷史記憶，落實轉型正義理念。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

產處理條例」，追討不當黨產。 

貳、特色 

  綜觀「民主」篇內容，大致具有下列五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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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主與憲政配套 

  立憲主義具有普世價值，當代出現全球化的現象。而且，深化民主理念，提高民主

程度，也是現代國家的發展趨勢。但是，如果直截了當斷言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則又未

必正確。蓋民主主義須與立憲主義結合，形成立憲民主政治，方能確保人民的最大福

祉。追求民主之際，應兼顧人權保障、法治及權力分立等原理。「民主」篇的政策主張

從「健全民主憲政」切入，同時強調主權、人權及權力分立，與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揭

櫫的精神一致，且符合當前台灣的需要。我國憲政體制未上軌道，唯有徹底改造，庶幾

可以奠定民主的穩固基礎。 

 二、地方與國家並進 

  1980年代起全球步入「地方時代」，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權受到高度重視。蓋地方自

治攸關人民主權及人權保障的實現，乃立憲民主政治重要的一環。地方自治素有「草根

民主」之稱，透過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的運作，當有助於民主的提升。我國近年來地方

自治略有進展，但地方自治權的保障尚有不足，加以黑金政治及地方派系作祟，使得地

方自治問題重重。尤其，住民自治受到忽視，無論制度或實務都有明顯缺失。「民主」

篇在國家層面之外，也注意到地方自治的民主意涵，重視住民自治，值得肯定。 

 三、公權力與社會權力兼顧 

  公權力的組織與運作攸關民主成敗，而媒體與政黨等社會權力也是左右民主走向的

重要因素。媒體本應扮演第四權的角色，在我國卻成為眾所訾議的社會亂象之一。「民

主」篇特別將健全媒體生態列為政策主張的一大要項，頗為允當。又現代立憲民主國家

中，政黨已成為不可欠缺的要素，或謂立憲國家即政黨國家，亦不為過。惟我國政黨政

治剛剛起步，政黨生態及體質背離民主的現象仍然十分嚴重。基於政黨政治及民主政治

的要求，透過立法要求政黨財務公開，禁止政黨投資經營營利事業，乃至追討政黨不當

取得的財產，都是必須儘速完成的目標，因此「民主」篇中有關政黨規範的主張，確有

理論及現實上的根據。 

 四、「正義」與「轉型」結合 

  一個國家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必須追求轉型正義。簡言

之，對於過去不公不義的事實，應經由調查、公布，將真相呈現於世人，並且追究加害

者的責任，弭平受害者的冤屈，進而鞏固民主的基礎。台灣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進程，

雖然贏得「寧靜革命」的雅號，卻也付出慘痛的代價；轉型正義的隱晦不彰，就是明顯

的例子。轉型正義未實現，後遺症很多，輕則影響民心士氣，重則危及民主生機。「有

轉型而無正義」係有識者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詮釋與批評，作為民主推手的政黨，積極

追求轉型正義的實現，可謂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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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理想與現實調和 

  「民主」篇的內涵相當具有理想性，但從表現方式觀之，不乏與現實妥協之處。例

如，唯有制憲正名，才能健全憲政體制，促進國家正常化，而該篇改以確保台灣主權及

推動憲改等說法呈現，諒係為了避免引發意識形態之爭。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乃實現轉

型正義的一個重要環節，而該篇僅輕描淡寫要「釐清歷史責任」，恐怕也是擔心造成不

必要的恐慌。事實上，「司法」篇主張「研擬轉型正義機制，追查枉法裁判的真相及責

任，淘汰破壞人權的法官、檢察官及檢警調人員」，業已表明追求轉型正義應有的作

為。 

參、如何落實？ 

  為鞏固、深化民主，應興應革的事項繁多，實現方式不一而足。「民主」篇所列項

目，除了少數透過行政權的運作即可達成外，皆須循立法程序為之，有的甚至非動到憲

法不可，例如中央政府體制改造、修憲門檻降低、參政權年齡降為十八歲、以及立委選

制改革即是。無論如何，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掌握政權，乃啟動改革的起碼條件。但

是，如果國會朝小野大，就像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政府一樣，立法輒遭掣肘，則絕大

部分改革都將淪為空談。因此，2012年的立委選舉事關重大，民進黨能否過半數，勢必

影響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是提升或沉淪，在此一役。誠然，現行修憲門檻極高，跨越

不易；惟一旦民進黨於總統及國會選舉雙贏，趁勢營造改革的氣勢，則修憲未必遙不可

及，制憲正名也有實現的可能性。最理想的狀況是，民進黨贏得漂亮，人民運用選票明

確展現徹底改革的意志與決心，屆時將可突破國內外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進行大刀闊

斧的改革，則國家幸甚！民主幸甚！◆ 


